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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前书写是幼儿通过图画、符号、文字或类似于

文字等形式进行书写，以描述事物、传递信息、表

达情感的纸笔互动的过程[1]。在《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试行）》中指出“要利用多种方式激发幼儿

的书写兴趣，培养幼儿的前书写技能”[2]，《3-6岁

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也提出“要让幼儿在写画

过程中体验文字符号的功能，培养幼儿的书写兴

趣，在绘画和游戏中做必要的书写准备”的教育建

议[3]。此外，2021年教育部在《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

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中，针对《幼儿园入

学准备教育指导要点》明确提出，要呵护幼儿的前

书写兴趣，引导其掌握初步的握笔方法、培养正确

的书写姿势，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4]。如此，幼儿在

进入小学后，能更快地适应正式书写，更好地融入

小学学习生活[5]。

目前，家长和教师对幼儿前书写教育的理解

存在误区，部分教师对前书写的认识不够精准、深

入，担心开展幼儿前书写教育活动导致幼儿园教

育“小学化”，以及即使开展了幼儿前书写教育活

动也会存在活动方法欠缺、形式单一、方式生硬等

问题，或过于强调书写技能，忽视幼儿书写兴趣培

养。此外，一些家长担忧幼儿难以适应小学学习生

活，回家后自行教导幼儿写字，或为幼儿报名各种

幼小衔接培训班。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家园双方缺

乏沟通与合作，缺乏家园共育的理念。因此，本研

究以A市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大班

幼儿前书写技能培养中家园共育的现状展开调研，

并提出相关建议，旨在帮助家长和教师深刻认识到

家园共育对培养幼儿前书写技能的重要意义，推动

幼儿前书写技能的培养工作，为幼小衔接做好充分

的准备。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A市10所幼儿园大班幼儿家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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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为研究对象，发放教师问卷120份，回收有效问卷

112份，回收率为93.33%。发放家长问卷1664份，回

收有效问卷1655份，回收率为99.46%。样本基本情

况见表1，并随机选取5位教师和5位家长进行访谈。

表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对象 项目 类别 人数（人） 百分比（%） 项目 类别 人数（人）  百分比（%）

家长

身份
父亲 443 26.77

年龄

21-25岁 9 0.54

母亲 1212 73.23 26-30岁 91 5.50

民族
汉族 631 38.13 31-35岁 655 39.58

少数民族 1024 61.87 36-40岁 505 30.51

最高学历

初中及以下 195 11.78 41岁及以上 395 23.87

高中 248 14.98

家庭
月收入

5000元及以下 316 19.09

大专 403 24.35 5001-8000元 510 30.82

本科 732 44.23 8001-11000元 354 21.39

硕士及以上 77 4.65 11000元以上 475 28.70

教师

性别
男 0 0

民族
汉族 34 30.36

女 112 100 少数民族 78 69.64

年龄

21-25岁 30 26.79

教龄

3年以下 23 20.54

26-30岁 44 39.29 3-5年 39 34.82

31-35岁 13 11.61 6-9年 18 16.07

36岁及以上 25 22.32 10-15年 15 13.39

职称

暂无 43 38.39 16年及以上 17 15.18

幼教三级 24 21.43
学历

大专 57 50.89

幼教二级 26 23.21 本科 55 49.11

幼教一级 13 11.61
专业

学前教育 99 88.39

幼教高级 6 5.36 非学前教育 13 11.61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相结合的

研究方法，采用自编问卷《大班幼儿前书写技能培

养中家园共育的现状调查研究》家长卷和教师卷，

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家长或教师的基本

信息，包括年龄、民族、学历等；第二部分是家长

或教师培养幼儿前书写技能的现状，包括认识、内

容、评价三个维度，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

家长总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34，教师

总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52，都具有良好的内

部一致性。家园共育中，家长培养幼儿前书写技能

的认识、内容、评价分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

为0.631、0.930、0.814，KMO值为0.950，达到p<0.05

的显著水平。教师培养幼儿前书写技能的认识、内

容、评价分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740、

0.956、0.908，KMO值为0.910，达到p<0.05的显著

水平，两份问卷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采用

SPSS26.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同时，通过编制访谈提纲对家长和教师访谈，

旨在进一步了解大班幼儿前书写技能培养中家园共

育的现状，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前书写技能培养中家园共育总体情况

分析

1.家园共育的态度

如下页表2所示，78.01%的家长和92.86%的教

师有了解过前书写，39.34%的家长和74.11%的教

师经常关注幼儿前书写问题。家长（M=3.58）和

教师（M=4.19）都认同家园共育的重要性，家长

（M=3.76）愿意参与家园共育活动。但是，部分教

师较少（M=3.16）邀请家长共同参与和组织活动，

也没有经常跟家长沟通幼儿前书写遇到的问题。家

长D提出：“一是希望幼儿园多组织关于幼儿前书

写的家园共育活动，二是希望教师多跟家长沟通幼

儿的前书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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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园共育的实施

（1）有效的家园共育形式

如图1所示，家长和教师一致认为家长会、接送

时交流、即时通信（微信、QQ等）和亲子活动对于

促进幼儿前书写技能的培养最为有效。

图1  有效的家园共育形式

（2）有效的家园共育内容

家园共育的内容包括幼儿前书写兴趣、前书

写习惯、前书写能力三个方面[6]，如表3所示，家长

（M=3.90）比教师（M=3.70）更重视幼儿前书写技能

的培养。其中，家长（M=4.13）和教师（M=3.85）一

致认为前书写习惯最为重要，在培养幼儿前书写技

能的过程中，也会更加注重这方面的培养。其次，将

家园共育各维度的内容进行分类，结果如表4所示。

在幼儿前书写兴趣的培养方面，家长为幼儿准

备了桌椅、书写纸和笔等书写工具，并经常通过亲

子阅读、带幼儿看文字、接触文字等方式，激发幼

儿对文字的兴趣，但忽视了为幼儿营造文字环境。

其次，教师担心出现“小学化”倾向，所以对家长

表2 家园共育的态度描述分析

表3 家园共育的内容描述分析

表4 家园共育各维度的内容描述分析

对象 选项 人数（人） 百分比（%） 对象 选项 人数（人） 百分比（%）

家长

有了解过 1291 78.01

教师

有了解过 104 92.86
不了解 364 21.99 不了解 8 7.14

从不关注 40 2.42 从不关注 1 0.89

偶尔关注 373 22.54 偶尔关注 6 5.36

有时关注 453 27.37 有时关注 13 11.61
经常关注 651 39.34 经常关注 83 74.11
总是关注 138 8.34 总是关注 9 8.04

重要性 M=3.58 SD=0.64 重要性 M=4.19 SD=0.54
参与性 M=3.76 SD=0.76 参与性 M=3.16 SD=0.95

对象 前书写兴趣 M±SD 前书写习惯 M±SD 前书写能力 M±SD

家长

亲子阅读 4.10±0.72 书写坐姿 4.19±0.70 握笔 4.00±0.86

文字游戏 3.86±0.80 握笔姿势 4.27±0.67 控笔 3.78±0.94

接触文字 4.03±0.75 笔画 4.04±0.88 手指游戏 3.44±1.08

文字环境 3.62±0.94 笔顺 4.02±0.89 手指灵活性 3.40±1.01

书写工具 4.27±0.72 创意表达 3.54±1.00

教师

亲子阅读，接触文字 3.83±0.88 书写坐姿、握笔姿势 4.06±0.81 握笔控笔 3.71±0.94

文字环境 3.46±1.00 笔画笔顺 3.84±0.95 手指灵活性 3.74±0.84

游戏环境 3.48±0.94 创意表达 3.75±0.90

书写工具 3.31±1.14

对象 前书写兴趣（M±SD） 前书写习惯（M±SD） 前书写能力（M±SD） 总平均值（M±SD）

家长 3.94±0.62 4.13±0.67 3.64±0.80 3.90±0.62

教师 3.53±0.85 3.85±0.80 3.72±0.79 3.7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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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亲子绘本阅读、引导幼儿看文字、接触文字的

方式比较提倡，而对家长为幼儿营造文字环境、提

供书写工具方面的引导则较少。

在幼儿前书写习惯的培养方面，家长和教师均

注重对幼儿书写坐姿和握笔姿势的培养。在幼儿前

书写能力的培养方面，家长更侧重于对幼儿握笔和

控笔能力的培养，而对幼儿手指灵活性和创意表达

的培养则相对较少。相比之下，教师更注重幼儿自

主自愿地进行创意书写，让幼儿通过书写来表达自

我，从而提高他们的书写兴趣和能力。

3.家园共育的评价

家园共育的评价包括效果、参与表现以及提建

议和采纳建议三个方面，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家长

和教师均认同家园共育能促进幼儿前书写技能的培

养，有助于解决双方在培养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但

家长的参与率较低（M=2.82），主要是由于家长平

时忙于工作，幼儿多由爷爷奶奶照看，家长与教师

沟通交流的机会较少，遇到问题也不会及时找教师

沟通解决。  

（二）幼儿前书写技能培养中家园共育差异分析

以家长和教师在幼儿前书写技能培养中家园共

育的各个维度作为因变量，人口学资料作为自变量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在家长方面：不同年龄段的家长在前书写兴趣

表5 家园共育的评价描述分析

表6  家长和教师对幼儿前书写技能培养中家园共育的方差分析

对象 效果（M±SD） 参与表现（M±SD） 提建议采纳建议（M±SD）

家长 3.92±0.75 2.82±1.16 3.92±0.62

教师 4.00±0.71 3.85±0.74 3.66±0.91

家长年龄 （M±SD）

维度 21-25岁（A） 26-30岁（B） 31-35岁（C） 36-40岁（D） 41岁及以上（E） F值 LSD

前书写兴趣 3.89±0.50 3.74±0.60 3.94±0.63 3.94±0.65 3.99±0.58 3.147* D>C>B E>B

家长学历（M±SD）

维度 初中及以下（A） 高中（B） 大专（C） 本科（D） 硕士及以上（E） F值 LSD

前书写能力 3.48±0.85 3.65±0.74 3.70±0.81 3.64±0.79 3.58±0.92 2.625* B>A C>A D>A

教师年龄 （M±SD）

维度 21-25岁（A） 26-30岁（B） 31-35岁（C）
36岁及以上

（D）
F值 LSD

前书写兴趣 3.26±0.99 3.44±0.76 3.74±0.71 3.89±0.76 3.090* D>A D>B

前书写习惯 3.57±0.83 3.80±0.76 4.10±0.70 4.15±0.78 3.061* C>A D>A

教师教龄（M±SD）

维度 3年以下（A） 3-5年（B） 6-9年（C） 10-15年（D） 16年及以上（E） F值 LSD

重要性 4.18±0.45 4.09±0.58 3.99±0.64 4.38±0.39 4.50±0.44 3.048* D>C E>B E>C

前书写兴趣 3.25±1.04 3.45±0.73 3.39±0.80 3.75±0.82 4.04±0.72 2.757* E>A E>B E>C

教师职称（M±SD）

维度 暂无（A） 幼教三级（B） 幼教二级（C） 幼教一级（D） 幼教高级（E） F值 LSD

重要性 3.94±0.59 4.16±0.49 4.35±0.38 4.62±0.38 4.58±0.38 6.777** C>A D>A D>B E>A

参与性 2.78±1.01 3.44±0.88 3.19±0.84 3.50±0.74 3.83±0.82 3.764** B>A D>A E>A

前书写兴趣 3.11±0.95 3.62±0.73 3.69±0.59 3.97±0.50 4.47±0.62 6.798** E>B>C E>C>A D>A

前书写习惯 3.39±0.86 4.00±0.61 4.09±0.59 4.26±0.58 4.67±0.42 8.729** C>A D>A E>B>A

前书写能力 3.26±0.82 3.92±0.65 3.96±0.61 4.00±0.55 4.54±0.64 8.463** B>A C>A D>A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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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不同学历的家长在前

书写能力上也存在显著差异（p<0.05）。经LSD事后

检验可知，36-40岁的家长比31-35岁、26-30岁的家

长和41岁及以上的家长比26~30岁的家长，更加注重

幼儿前书写兴趣的培养。此外，高中、大专、本科

学历的家长比初中及以下的家长更注重幼儿前书写

能力的培养。

在教师方面：不同年龄段的教师在前书写兴趣

和前书写习惯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不同教

龄的教师在家园共育的重要性和前书写兴趣上也有

显著差异（p<0.05），而不同职称的教师在各维度

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1）。经LSD事后检验可

知，一是本科学历（M=3.89）、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

（M=3.75）比大专学历（M=3.60）、非学前教育专业

的教师（M=3.65）更加重视在家园共育中培养幼儿的

前书写技能。二是36岁及以上的教师更加注重对幼

儿前书写兴趣的培养，31-35岁和36岁及以上的教师

也更注重对幼儿前书写习惯的培养。三是教龄越长

的教师越重视家园共育中培养幼儿前书写技能，也

更注重培养幼儿的前书写兴趣。四是职称越高的教

师越重视在家园共育中培养幼儿的前书写技能，而

暂无职称的教师在观念和行为倾向上则相对较低。

（三）幼儿前书写技能培养中家园共育出现的

问题

1.对前书写的理解过于狭隘，培养意识薄弱

首先，家长和教师对前书写的认识和理解存在

片面性，将前书写简单等同于写字。部分教师担心

过于注重前书写会导致幼儿园教育“小学化”，而

部分家长又认为幼儿园不教授幼儿识字、写字的技

能，担心幼儿进入小学后无法适应。以上担忧都源

于家长和教师没有真正理解前书写的特征、意义，

没有掌握培养幼儿前书写技能的科学方法。

其次，家长和教师对幼儿前书写技能培养意

识较弱。例如家长在家里没有为幼儿营造前书写环

境，缺乏对幼儿写画过程中坐姿、握笔、控笔能力

的关注以及在家庭劳动中忽视对幼儿手指灵活性、

手眼协调的培养等，甚至过度训练幼儿识字、练

字，忽视幼儿前书写兴趣的培养。教师主要利用区

域游戏和集中教育活动培养幼儿的前书写技能，但

是在一日生活、家园共育和环境创设等方面的投入

上稍显不足。在开展集体绘画活动时，教师往往只

关注幼儿的绘画作品，却忽视对幼儿握笔、控笔、

坐姿等方面的关注。

2.家园共育意识淡薄，家园双方缺乏有效沟通

幼儿前书写技能的培养主要是教师，家长则是

“旁观者”。部分家长不会主动与教师沟通幼儿在

家书写的表现，遇到问题也不会及时向教师寻求帮

助。并且教师在组织活动时很少让家长参与进来，

没有真正发挥家长自身的作用和优势。其次，家长

与教师之间缺乏有效的定期沟通，教师未能提供

充分的建议，且家长落实到行动上的意愿和力度不

够。教师难以获得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在幼儿前书

写教育理念和目标上未达成共识，不利于幼儿前书

写技能的培养。

3.关于前书写技能培养的园本教研、讲座培训

较少

幼儿园组织的关于幼儿前书写技能培养的园

本教研和讲座培训相对较少，导致家长和教师对

前书写的认识不足，缺少科学的培养方法。主要体

现为：首先家长和教师对幼儿前书写的认识较为片

面，无法正确把握幼儿前书写的核心经验，并且忽

视对幼儿前书写兴趣、习惯和能力的培养；其次，

教师指导家长培养幼儿前书写的能力不足，针对家

长遇到的问题缺乏科学有效的指导方法；最后，家

长和教师在培养幼儿前书写技能方面教育观念和行

为不一致，缺乏家园共育的意识。

四、建议

（一）提高幼儿前书写培养家园共育意识，构建

家园共同体

家长和教师都要转变自身观念，切实增强合作

意识，构建家园育人共同体[7]。家长要树立主人翁

意识，充分认识到自身在幼儿前书写技能培养中的

重要作用和优势，积极参与到幼儿园组织的前书写

活动当中，主动与教师沟通幼儿的前书写情况，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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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师为幼儿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发挥好家庭教

育的作用。同时，教师要坚信家长的力量，学会适

当放权让家长参与并组织前书写活动，积极引导家

长树立正确的前书写教育观[8]，并学会用科学的方

法来培养幼儿前书写技能，充分挖掘家长资源的潜

力，实现家园共育效益最大化。

（二）加大前书写讲座培训力度，提高家园协同

育人的能力

幼儿园应加大讲座培训力度，邀请相关专家向

家长和教师传授前书写方面的知识，如明确幼小衔

接的书写要求、把握前书写核心经验等，从而提高

家长和教师培养幼儿前书写技能的能力和水平。

1.明确幼小衔接书写要求，树立正确的前书写

教育观

幼儿前书写教育目的是激发幼儿的前书写兴

趣，丰富幼儿的前书写经验，提升幼儿前书写技

能，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前书写习惯，从而为幼儿

进入小学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9]。因此，幼儿园应通

过利用专家资源、网络资源等方式，帮助家长和教

师改变教育观念，明确幼小衔接中关于前书写的一

系列要求，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指导幼儿前书写，丰

富幼儿的前书写经验。

2.把握前书写核心经验，聚焦实践内容

家长和教师都应把握幼儿前书写技能培养的核

心经验，包括：幼儿书写行为习惯的经验、感知理

解汉字结构的经验、学习创意书写表达的经验[10]。

幼儿在习得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其前书写技能可以

达到较高的水平。其次，家长和教师需在教育理念

和教育目标上达成共识，聚焦实践内容，有针对性

地给予幼儿更多的教育支持。

（三）深化园本教研，提升幼儿前书写培养家园

共育的质量

幼儿园应深化园本教研，根据教师培养幼儿前

书写的情况以及家园共育的情况制定有特色的园本

教研方案，形成一系列培养策略，循序渐进地培养

幼儿的前书写技能，提升幼儿前书写培养家园共育

的质量。

一是幼儿园要形成方案，采用“确定目标—具

体落实—反思问题—再次落实”螺旋式上升的方

式，不断修正完善方案。教师应在掌握幼儿前书写

核心经验的前提下，撰写适合本班幼儿实际情况的

前书写活动方案，有目的地培养和引导家长重视幼

儿前书写技能的培养。

二是家园共育的方式应具有针对性和多样性。

园本教研活动中，教师之间相互探讨问题、分享经

验，共同寻求解决方法。例如：教师可以组织丰富的

亲子活动，让家长带幼儿参观大街上的文字标识，

使幼儿了解文字的意义；家长与幼儿一起写写画画，

将一天的活动记录下来。教师还可以通过微信、QQ

等社交平台，向家长普及幼儿前书写的知识，定期

将幼儿书写的图片发给家长，让家长了解幼儿的书

写情况，鼓励家长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经验。还可以利

用学习App等平台，邀请相关专家给家长讲解幼儿前

书写的相关知识，让家长可以随时在线听课，与专家

交流互动，使家园双方交流、学习更便捷通畅。

（四）拓宽家园双方评价渠道，增强家园沟通的

效果

幼儿园应建立家园共育考评和奖励机制，通过

考评的方式增强家园沟通的效果。例如幼儿园可以

在每学期结束后，向家长发放教师工作评价问卷，

从家长的角度对教师在家园共育中的表现进行评

价。同时，教师也应对家长与自己的互动情况进行

评价，分析与自己沟通频率较少家长的情况，积极

主动与家长进行沟通，了解家长的需要并给予相应

的帮助，让家长主动参与到幼儿园的教育中。教师

要做到不让一个家长掉队，有针对性地与家长沟

通，增强家园沟通的效果，从而有效提升幼儿前书

写技能培养质量。

[注：本文系2022年度丽江市教育科学研究课题

“利用纳西象形文字引导幼儿开展前书写教育活动

的实践研究”（编号：Ljjy2022010）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

（注：本文通讯作者魏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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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缘起

我们班的程修齐小朋友和妈妈一起去了厦门海

洋公园，看到了海豹表演。他特别喜欢海豹。程修齐

到幼儿园后，激动地和同伴分享了他的见闻，还把自

己贴在墙壁上的名字划掉，请教师帮助他改成“程海

豹”。在一旁的同伴听了，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

来：“原来修齐想要变成海豹啊，难怪户外活动的时

候他一直趴在操场上学海豹爬。”“我也想改一个名

字，我喜欢小猫，那叫吴猫猫。”“小林老师叫林陈

泽敏，我也想把名字改成四个字，比较特别。”……

升入大班后，幼儿开始尝试书写自己的姓名。

每天晨间入园签到和统计出勤人数的时候，他们会

发现有的幼儿的姓名里有和自己姓名一样的字，但

他们并不清楚这些姓名所蕴含的意义。于是，笔者

便追随幼儿的兴趣，和他们一起开始了一场关于探

索姓名“秘密”的旅程……

二、活动过程

（一）我的姓名是哪来的？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名字里有哪些故事呢？幼

儿带着疑问回家问家长，并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

下来，回到幼儿园与同伴分享。

卢以晨：我的姓名是爸爸妈妈取的。“卢”是

因为爷爷和爸爸都姓卢；“以”是因为我是“以”字

辈；“晨”是因为妈妈姓陈，“晨”与“陈”同音，

也代表着阳光的意思。

吴睿昕：我的姓名是爸爸取的。“睿”是睿智、精

明的意思;“昕”是早晨刚升起的太阳，充满朝气、活

力。爸爸希望我聪明伶俐、充满活力、健康成长。

庄亦宸：因为我属狗，狗和人类住在一个房子

里。“宸”字有宝盖头，像一个屋檐，能遮风挡雨。

妈妈希望我长大后有个温暖的家。

蔡依楠：我的名字是小叔公给我取的，寓意着

小草要依靠金丝楠木，才能更好地成长。我们在幼

儿园就像小草一样，在老师们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中指出：“幼儿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

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要珍视游戏和生活的

独特价值”。当发现幼儿对自己的姓名产生探究的

兴趣时，作为教师，笔者应该追随幼儿的兴趣，支持

他们探索自己姓名的“秘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中指出：“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

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

解、支持和主动参与”。姓名多出自家庭，因此教师

“姓”福相遇（大班）

蔡  萍（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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